
织物在实际穿着与应用过程中，某些部位常会承受突然的撕裂强力，如服装被利物钩住的部位，

下蹲时裤子臀部的某些部位等受到外力作用，织物内部纱线逐根受到最大负荷而断裂或裂缝，这种

现象称为撕裂或撕破。}由于撕破强力试验能客观地反映纺织品在实际穿着中的突然撕裂特性和受

整理加工影响的程度。所以在纺织品国际贸易中应用广泛，自 2007 年以来我国制定的产品标准也

逐步将撕破强力列为考核项目，因此分析比较各种撕破方法的相关性和差异性也愈发显得重要。

1.试验部分

1.1 试验材料和设备

色织纯棉布、涤棉混纺印染布、精梳毛织品、粗疏毛织品。Testometric 万能材料试验仪、电

子织物强力试验仪、织物撕裂仪。

1.2 试验原理和测试步骤

1.2.1 裤形法撕破原理

夹持裤形试样的两条腿，使试样切口线在上下夹具之问呈直线。开动仪器将拉力施加于切口方

向，记录直至撕裂到规定长度内的撕破强力，并根据自动绘图装置绘出的曲线上的峰值或通过电子

装置计算出撕破强力(如图 I).

1.2.2 裤形法撕破强力试验步骤

开动仪器,以 100mm/min 的拉伸速率，将试样持续撕破至试样终点标记处。记录撕破强力。如

果想要得到试样的撕裂轨迹，可用记录仪器或电子记录装置记录每个试样在每一织物方向的撕破强

度和撕破曲线。如果是出自高密织物的峰值，应该有人工取数，记录纸的走到速率与拉伸速率的比

值应设定为 2:1。观察撕破是否是沿所施加力的方向进行以及是否有纱线从织物中;RrF3 移而不是

被撕裂。满足以下条件的试验为有效试验:a.纱线未从织物中滑移，

b.试样未从夹具中滑移。.c.撕裂完全且撕裂是沿肴施力的方向进行的。

不满足以上条件的试验结果应剔除。如果 5个试样中有 3个或更多个试样的试验结果被剔除，

则可认为此方法不适用于该样品，如果协议增加试样，则最好加倍试样数量，同时亦应协议试验结

果的报告方式。

1.2.3 梯形法撕破原理

在试样上画一个梯形，用强力试验仪的夹钳夹住梯形上两条不平礼的边对试样施加连续增加的

力使撕破沿试样宽度万向传播测定平均最人撕破强力(如图 2)

裤形法、梯形法和冲击摆锤法撕破强力的测

试结果比较



1.2.4 梯形法撕破强力试验步骤

设定两夹钳间跟离为(25+-1)mm，拉伸速度为 100mm/min 选择适宜的负荷范围。使撕破强力落

在满量程的 10%-90%之间，安装试样，沿梯形的不平行两边夹住试样，使一切口位丁两夹钳中间。

梯形短边保持拉紧，长边处于折皱状态；启动仪器，如有条件用自动记录仪器记录撕破强力。如果

撕破强力不是沿明口线进行，不作记录。

1.25 气冲击摆锤法撕破原理

试样因定在夹具上，将试样切开一个切口，释放处于，最大势能位置的摆锤，可动夹具离开固

定失具时，试样沿切口方向被撕裂，把撕破织物一定长度所做的功换算成撕破力(如图 3).

1.2.6 摆锤法撕破强力试验步骤

按下摆锤停止键，放开摆锤。当摆钟回摆时握住它，以免破坏指针的位置。从测量装置标尺分

度值或数字显示器读出撕破强力，单位为牛顿。根据使用仪器的种类，读到的数据也许需要乘上由

生产商指定的相应系数转化为以牛顿为单位的表示结果。检查结果应落在所用标尺的 15%-85%范围

内，每个方向至少重复试验 S次。

观察撕裂是否沿力的方向进行以及纱线是否从织物上滑移而不是撕裂。满足以下条件的试验为

有效试验：a.纱线未从织物中滑移;b.试样未从夹具中滑移;c.撕裂完全且撕裂一直在 15mm 宽的范

围内

不满足以上试验结果的应剔除.如果 5 块试样中有 3块或 3块以上被删除.则此方法不适用。

2 试验结果汇总与分析

2.1 试验结果汇总

根据织物的种类选择 4种不同的样品，按照裤形法，梯形法与冲击摆锤法分别测试撕破强力测

试结果如表 1所示。

从表 1可明显地看出，织物组织对织物撕裂强力有影响。除非织造布外，平纹组织织物的撕破

强力最小，方平组织织物最大，斜纹组织织物处于两者之间。原因在于织物组织不同，纱线织物中

的交错次数也不同，纱线可以相对移动的程度也不相同，交织次数愈多，经纬纱间摩擦阻力愈大，

纱线间愈不易滑动，撕破受力三角形变小，受力纱线根数就减少，从而使得织物的撕裂强力减小，

非织造布不足由一根一根的纱线交织，编结在一起的。而是将纤维直接通过物理的力法粘合在一起

的，因此撕破时不存在纱线间的滑动，而是通过外力使粘合在起的纤维发生移位。

3 种测试力法共同的特种是织物撕破是通过纱线的逐根断裂来实现的，按撕裂是撕破经纱或纬



纱而分别称为经向撕破或纬向撕破.在撕破过程中，断裂纱线四周的织物由于纱线的歪斜和滑移增

大了单根纱线能承受的断裂强力。除落锤法外.其他几种测试方法均采用织物强力机，以拉伸速度

为 100mm/min 定速拉伸一定即离以拉伸过程中力值白勺峰值或峰值平均值为撕破强力。定速拉仲法

测定的撕破强力一般大十落锤法测得值，其原因是落锤法撕破

速度较快，在高速冲击过程，织物中的纱线没有更多时间做相互滑动.使撕破受力三角形区域变小

而受力纱线根数减少，因此撕破强力较低。由于落锤法测试更按近模拟服用状态，更能反映织物整

理后的耐用以及坚韧程度，成品检验多采用此法。单缝法一般用丁经.纬向撕强大致相等的织物。

梯形;2、适用呀测试经、纬向撕强差异较大的织物。

2.2 试验结果分折

2.2.1 裤形法

裤形法撕裂时，裂口处形成一个纱线受力三角形，当构成受力三角形底边的第一根纱线变形至

断裂伸长时，这根纱线立即断裂。撕裂是织物中纱线逐根断裂，因此撕裂强力与纱线强度大约成正

比。此外纱线的断裂伸长率越大，受力二角形越大，同时受力的纱线根数越多，因此撕裂强力也越

大。当纵向与横向纱线问的摩擦阻力大时，两个系统的纱线不易滑动，受力三角形变小，受力纱线

根数少，因而断裂强度变小，因此纤纬纱间的摩擦阻力对断裂

强力起着消极的作用。

2.2.2 梯形法

梯形法撕裂中同样有受力三角形，但足由于梯形法试样夹持时试样横向纱线与夹头水平线不垂

直，而是呈一定角度，拉伸过程中断裂的纱线与受力方向呈一定的角度，断裂方式主要是由直接受

力纱线伸直和变形产生，当其他条件相同时，用该法测得的撕破强力的大小主要取决于纱线的断裂

功。

2.2.3，中击摆锤法

冲击摆锤法撕裂时，裂口处形成一个纱线近似受力三角形，当受力的纱线逐渐分开时，不直接

受力的纱线有某些相对移动，并逐渐靠拢。形成一个近似受力三角形区域。影响撕破强力的因素主

要有纱线本身的强力大小以及纱线之间的相互摩擦力。

2.2.4 几种面料的试验方法分析

床单为伞纹组织，其密度较为稀疏，采用裤形法和梯形法撕破，试验都能顺利进行。而且试验

的有效性都在范围内。而摆锤法也可以试验，但对于密度较为稀疏的织物来说其结果的准确性有一

定程度上的影响，因为它是通过摆锤的做工来表示撕破力的大小，稀疏织物不能很精确地反映。

牛仔布为斜纹组织，其密度比较紧密，试验采用裤形法和梯形法撕破时，发现牛仔织物在撕裂

时发生明显的撕裂方向偏移，对试验结果的精确性有一定影响，不能很好地反映织物的撕破强力性

能。而摆锤法的撕裂方向基本在同一直线上，再加上织物密度较为紧密，所以通过摆锤的做工可以

表示撕破强力的大小。

精梳毛织品(灯芯绒)为平纹织物，密度紧密，梯形法撕裂时撕裂缓慢，织物中纱线有部分滑移，

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其摩擦阻力，试验结果不是很精确。同样，摆锤法的精准度也不是很高。而裤形

法撕裂时能正确客观地反映出试验的精准性。

非织造无纺布是一种无组织的面料，面料在生产过程中一也是均匀不一，它一般不采用摆锤法，

因为其织物间的粘合力不是很大，摆锤做工太小，误差来去太大。且撕裂的方向大多不在规定的范

围内。所以一般采用裤形法和梯形法。



2.2.5 3 种万法测试结果之间的相关性和差异性

相关性：3种撕裂方法原理基本相似，受力区域都近似一个三角形，都受织物本身强力大小以

及织物间纱线强力摩擦力的影响。

差异性：（1）3种撕裂方式的试验方法又略有不同。裤形法和梯形法撕裂速度相对缓慢，而梯

形法撕裂速度比裤形法快(其试验数据是织物撕破做功的表示，试验结果的精确性在一定程度上有

差异)。在撕裂过程中织物的形态受力的作用会发生一些变化。（2）同时由试验数据分析可知，裤

形法和梯形法试验数据较为接近，而冲击摆锤法是通过摆锤的冲击撕破织物来做功，受织物密度的

影响较大，数据的准确性受到一定制约。

3 结论

根据本文对于几种不同面料撕破强力的试验，通过试验观察记录和试验数据整理研究，所得结

论如下：（1）裤形法一般适用于平纹类的机织物(如纯棉印染布，精梳毛织品），非织造无纺布也适

用；（2）梯形法一般适用于平纹类机织物(如月芯绒面料)和非织造布；(3)冲击摆锤法不适用于非

织造布，一般用于撕破强力较大的斜纹织物(如牛仔面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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